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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生態池旁，迎著微風，在這酷暑夏日，增添了無限的涼意。

打擊樂般此起彼落的青蛙嘓嘓聲，是最自然的天籟，悠遊自在的清涼

感，油然而生。親子、朋友、情侶間愉悅的歡笑聲，更是不絕於耳地

在園區中迴盪。休閒是現今倍受重視的活動，擁有大自然的生態村，

亦是遊客喜愛前往的場域。桃米紙教堂的建築歷程，讓我感受到愛也

可以無遠弗屆，它 Paper Dome 的精神故事，象徵著深刻的凝聚力，

在那裡，溫暖的色調與質感，給人一股油然而生的奮鬥力量。

在桃米園區內，體驗其用心設計的自然生態布景，休閒輕鬆自在

的心情，可以選擇專心地跟解說者學習，亦可跟著自己的心情在這裡

停、看、聽。走到紙教堂，停下來，看建築的特色與藝術價值，去觸

摸紙教堂的自然材質，感受莊嚴的氣氛。看展覽廳里民們展出的作品，

並貼上一張張居民和藹可親的照片，營造出居民凝聚的情感和樂融

融。大青蛙、小蜻蛉公共藝術作品，有生命般地坐落園區的各個角落，

像是守護神般，與園內的花花草草、風、空氣、人凝聚成美。各種不

同的藝術展演就在這一夜響起，在那一個午間演奏。多元活動讓我們

可以體驗藝術教育活動 : 可以玩、可以學、可以樂，讓我們在休閒的

場域中體驗所謂的藝術教育，帶回人生中美麗的經驗。陳德揚（2004）

統整 Kelly 藝術創作，強調內在自我的心靈滿足，和其他休閒最大不

同的滿足來源，主要呈現在：自我表現、自主性、發展技能、個人成

長以及作品本身等五個方面。藝術創作的過程，不需要個人投資大量

心力，不見得透過嚴謹的訓練才能達到自由揮灑的境界；這種由紀律

與自由所綜合構成的創作情境，可以使從事藝術休閒者獲致單由藝術

欣賞所難以獲得的滿足與樂趣。然而，親身參與藝術創作已成為一種

重要的休閒。南投埔里的桃米生態村，其發揮文化創意產業的精神，

運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特點，加強學校教育，培育文化、美學及藝

編織桃米藝術情
休閒生態社區發展與藝術教育

Art Education & Eco-leisure Development in a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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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概念，提昇一般民眾對文化藝術的興趣，進而

追求文化的品味，其中筆者也參與許多社區提供藝

術相關的學習，認為這正是吸引遊客前來休閒旅

遊之處。我也認為紙教堂園區是一個非常優良的展

演空間，增加了桃米所舉辦的藝術活動的豐富度、

多樣性、持續性。讓我們乘著列車，從大自然的環

境，了解桃米發展歷程，並看到裡頭豐富多元的藝

術教育，一起來體驗與感受吧！

第一站：倘佯在溪流、昆蟲、青蛙、植物
大自然天堂

桃米生態村位於南投縣埔里鎮西南方，是台

21 縣，埔里往日月潭動線旁的美麗山村，日治時

期即設有挑米坑庄，後因流傳的關係，將「挑」米

寫成「桃」米，「桃米」地名便因此而來。台灣光

復後便改為桃米里，行政區域涵蓋原有數個分散聚

落所構成的桃米社區（江大樹，2005）。

桃米地區依山傍水，共有六條溪流流經過，

主要的溪流為桃米坑溪，區內溪水清澈，溪邊有季

節性的野薑花盛開，由農田、村落、森林及多樣化

的溼地交錯，因此生態景觀宛如世外桃源。桃米

地區野生動、植物豐富，常見的青蛙有 19 種（約

占全省的 2/3），蜻蜓及豆娘有 43 種，鳥類有 60

種，螢火蟲，桃實百日青以及許多珍貴的植物隨處

可見，台灣特有種的林木，在桃米的溪谷山澗孕育

（新故鄉基金會，2001）。桃米本身保有相當面積

的自然及低度開發區域，造就桃米自然淳樸的鄉村

景色及豐富生態，富涵許多可發展的特色。在這裡

可以深呼吸，拋下俗慮。

第二站：看見桃米發展歷程的感動，更鍾
愛桃米

然而，在 1999 年，一場「921 大地震」，考

驗了環境與人， 居民的生命、生活及自然生態均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創傷，桃米從一片慌亂無措中，

慢慢凝聚了社區居民的意識，並從孕育家園的山與

水，找到自己社區的特色，啟動台灣生態旅遊的示

範作用。由上述可見「桃米生態村」重建的願景，

循著教育學習，而到居民觀念的改變，之後行動實

踐的策略，逐漸醞釀、加溫。當時在桃米里里長的

邀請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協助災後重建，規劃重

建方向、引介資源，有系統培力社區的自主能力。

1995 年阪神大地震，日本建築師坂茂主動跟神田

裕神父提出：可以運用紙建材輕巧、組裝迅速的特

質來興建「紙建築」。集會所和教堂雙重身分的紙

教堂 Paper Dome，是震後重建過程中，人與人之

間的橋梁，這裡也被稱為是社區營造、交朋友的地

方。之後移築台灣，在引進過程中，是需要許多人

一起行動來實踐這個願景。

地震後，進到社區進行協助重建，有非常深刻的感

情，其實現在已經讓桃米有很重要的發展，集結這

些社區居民和基金會有好的互動，這樣的關係是開

啟了地震重建跟鄉村轉型一個重要發展模式，是一

個非常重要體驗學習與教育生態的基地，也是現今

討論的相關生活美學教育或文化創意的發展平台。

（S2-990305）

桃米村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運作過程，新

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將桃米村的運轉歷程、策劃

以及行動的紀錄，分四期整理簡化如下：

 

第一期型塑時期，首先的要務，就是重建整

•（1999.10-2000.9）

•�引進、整合其他專業團隊資源並協助桃米社區重建委

員會的成立及運作。

•（2000.9-2002.2）

•�生態旅遊知識的建立、居民對社區資源的再學習、解

說員培訓。

•（2002.2-2003.12）

•�桃米網站的架構、生態及文化產業的開發、擴大社區

參與爭取認同。

•（2004.1- 迄今）

•�生態倫理 &方法引入生態社區之研發及深話、教育學

習課程之辦理、見學園區的規劃。

型塑期

準備期

生態旅遊運

轉期

生態村

深化期

表 1  桃米生態村培力運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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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區，先讓居民們達成共識，分析現在桃米村的

現有資源與發展的可能性，主要也引進了許多專業

的團隊來觀察桃米的生態資源，就發現了桃米生態

的多樣性，並能踏上國際的舞台。第二期準備期，

針對生態這個部分作努力，培訓解說員與認證的工

作，成立了桃米的生態工法營造團隊，對以後園區

內的生態裝置藝術產生新契機。

對於桃米發展的幾個重要因素，解說員即是

其一。桃米內部解說員的培育以及桃米民宿村的整

合規劃都相當具有特色。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及農委

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自 2004 年 4 月 9 日起，

辦理一梯次蛙類解說員訓練課程。解說員訴說當時

擔任解說的經歷與社區居民反應：

我就覺得這裡是人間仙境。後來彭老師說：「好，

可以啊！我們還巴不得你們要來耶！既然對生態

有興趣，當然歡迎啊！」後來我就去旁聽，從此踏

上這不歸路，我們有通過認證。（I1-990314）

居民一開始對於研究生態就能賺錢的想法感

到質疑，這是桃米居民非常率真又樸實的反應。桃

米生態村那些專家學者的用心經營也讓居民深切

地感受並改變自己的想法。關於解說的部分，對於

一個休閒場域而言，會增加許多與教育的連結性和

增加遊客對桃米生態的進一步認識。而解說有許多

目的與功能，可增進學習者的學習，生態解說員扮

演教育者角色，是希望教育遊客學習有關生態環境

的知識，以及結識志趣相同的朋友，達成社交的目

的。解說員分享其擔任解說員的目的：

主要本身要提升自己擔任解說員的素質及專業素

養：要傳達給遊客知道，生態是需要人關懷的，希

望更多人來了解這個生態區塊，如此才會去珍惜。

（I1-990314）

桃米生態解說的部分，有嚴格的考證歷程，

所以高素質的解說是不容懷疑的。參加人員必需完

成初級訓練課程，閱讀所指定的參考書，並分為筆

試、戶外辨識及幻燈片解說等三階段考試，2001

年共有蛙類五位、蜻蛉五位、鳥類四位通過初級解

說員認證：

我們都需要上相當多又非常密集的課程，利用非假

日，一個禮拜二到三天，星期二或星期三早上或下

午的時間，一期共三個月，共要上 72 堂，最近不

斷的再進修，有開許多相關的課程。（I1-990314）

至 2007 年，桃米社區通過解說認證的人員已

達 30 位，當中 16 位已取得中級解說員證照。上課

的成員有農夫、農婦、國小老師、從都市退休的桃

米新移民，還有高中生、建築工人、小吃店老闆、

母子檔、夫妻檔，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互相學習，也

豐富了彼此的生命經驗。解說員大都是居民，這是

非常正向的，就是說，居民有辦法對生態做解說，

對於生態旅遊的參與性很夠。

第一批桃米社區解說員在長達九年的社區營

造過程中，至今已受訓過七百小時以上，如社區營

造、生態保育、環境倫理、生態工程……到物種辨

識等各種不同課程的教育訓練，無論在生態保育的

觀念、生態倫理的認知、解說專業技能、社區事務

參與等層面，皆具優秀表現。也在課程規劃上，不

僅只有專業的生態知識，進而連社區的歷史文化，

遊客的服務、社區營造議題、解說員的責任等，都

涵括在內。所以桃米的解說員素質都相當高，遊客

到桃米生態村要善用此種機制，可以有系統的學

習，必可滿載而歸。

再則，民宿的概念也在此時期有了雛形。桃

米生態村近年來也積極發展民宿事業，讓到桃米的

休閒活動有其延續性。這裡生態與藝術結合的溫馨

民宿，舉桃米社區的青蛙阿婆ㄟ家為例，其建築的

藝術美與當地自然生態融合，讓人彷彿置身於自然

的場域裡，與青蛙一起唱和，卻又有現代舒適的臥

房空間。專業協力者對於民宿設計的美感想法是：

將自己的美學經驗投入，然後跟周遭環境做結合，

做起來的感覺，就是說除了設計者精神元素在裡面

以外，也有他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美感理念投入在這

個場域，充分發揮。（S1-990223）

基於桃米生態的豐富性，而後發展了桃米民

宿的整合規劃，帶動整個社區另外的新發展。專業

協力者 S1 的想法是：

桃米生態民宿的營造，是她們社區生態的整合，做

一個民宿的生態園區，這個建築物的部分設計要與

周圍區域做一些連結。（S1-990223）

生態特色與美學的結合，使得桃米這個區域

有了提升氛圍的效果。民宿老闆娘兼解說員的理念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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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米當成一個指標。桃米也站上國際舞台，我們這

裡也接待過很多大陸的客人，後來他們有些也是常

客，他們也很喜愛這裡的環境。

在民宿不僅可以認識更多的人，結識許多各

地來的朋友，也讓研究者再次前往桃米生態村時，

就會想再去拜訪民宿老闆娘與她聊天，關於生態的

一切，關於景觀、關於花草的認識，都會想與民宿

老闆娘分享與學習。因為民宿的「人」給予的溫馨

感受，美感所帶來的精神饗宴，生態大自然給人一

種反璞歸真的訴求，民宿因此帶動了社區的發展，

形成桃米生態村發展重要的特色。

第三時期已朝生態旅遊的方向進行運作，文

化產業和生態的發展又是另一契機，專業協力者分

享這部分的重點：

我們是希望將社區產品加以包裝策展呈現，如果

哪些產品有獲得好評的，就來園區裡做銷售，把

展覽與銷售利用策展的形式做到宣傳，做到展演。

（S2-990305）

將產品利用包裝後精美的藝術呈現，又可以

當展覽展示，是相當好的銷售策略。例如紙舖販售

區有許多販賣當地居民的紙藤編織班、拼布班所

製作出的作品，為埔里紙產業突破傳統的代表作，

紙纖材通過歐盟的各項嚴格規範，行銷世界各地。

同時也結合社區工藝品、在地優質農場，轉化為具

特色的文化產品，為農村產業未來拓展新出路。觀

察到有桌墊、背包等非常多元的產品，紙藤展覽豐

富多元又精緻，亦是血拼購物買紀念品的好所在。

而網路行銷的宣傳，像是臉書、網站的架設，都不

遺餘力，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地方，樂於分享是他們

我建造時，強調一定要用玻璃，很透徹、很舒服的

感覺。節能減炭的觀念，採光就會好，就能不用開

燈的照明感，我有一種堅持。整體造型上來說，直

線和曲線搭起來，蠻特別的、協調的啦！我是這樣

在玩我這棟房子的，對我來說，我把這棟房子當藝

術品來創作。（I1-990314）

建造者從許多藝術的眼光來設計整體的建築

物，讓其像是藝術品般的創作，這點相當有新意。

其建造的過程，都與生態大自然的環境做結合，讓

建築物整體氛圍融於自然，專業協力者說：

跟整個場域用生態的方法去做結合，你看一樓都綠

綠的，很漂亮，跟生態周遭環境去做回饋，不會

覺得硬硬的，感覺很突兀，晚上打燈光，從公路

那裡看下來，第一個就是中環公路，就看到效果，

第二就是跟周遭發生關係，起初在設計社區，就要

想那是怎樣的一個環境，要如何去做融入，擋土的

部分都是用天然的駁坎（石頭）一層一層去融入。

（S1-990223）

由於民宿與常見的一般飯店不同，民宿除了

能與管理者面對面溝通、接觸外，其環境的舒適、

設備的簡約，更能讓遊客感受當地特有的生活與特

色，這些都是在飯店裡所感受不到的。民宿老闆娘

認為每位客人都是像在交朋友那樣的形式，可以互

相分享、互相交流。他與我分享的經驗：

我現在又做很多生態攝影，可以跟喜歡攝影的朋友

分享，也可分享對生態不認識的人 ; 有人就是從小

扎根，我認為這是一種播種，把他散播出去。我們

都有很嚴格的訓練，有很多社區也慢慢在跟進。把

1 青蛙阿婆ㄟ家，民宿外觀與夜景，是最好的自然生態與建築體美感融合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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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蜻蜓造型裝飾，增添桃米風采。

3 社區中心大竹編樹蛙庭，是社區居民的聚

會場所。

4 蜻蜓石牆，即是美感的鋪陳。

5 青蛙竹編座椅，大自然就是最

好的題材。

6 挑米的青蛙，為桃米的靈魂代

表。

很重要的想法。

第四個時期生態村深化期，強化生態的培育以及遊客生態

教育區的建立，生態與藝術的結合，讓生態村的發展更加完善、

更精緻了發展的願景。桃米生態村生態與藝術完美的結合，使

得整個環境讓人放鬆自在，達到生態藝術之間微妙的連結。專

業協力者對於生態與藝術結合的想法是：

想任何一個生態到達一個境界的時候，呈現一種共和，這種共

和是說在這樣一個氛圍裡面，可以感受到他的自然度、知識度、

美感度、親切度，美感的提升就是一種很高的境界，從知識的

認知到對環境美感的體驗，我想生態就是提供藝術教育環境很

重要的基底，在這樣的基底下，強化地與藝術緊密連結，就是

一個很大的境界。（S2-990305）

桃米生態村，在政府、學界、社會、在地專業團隊與社區

居民跨領域的合作下，秉持著「一個永續性的社區，必須在生

態環境、社會及經濟、精神及文化等三個層面永續，一同進行

一場社區內部的大變革、試圖重新活化桃米里。」我們可以發

現這些活動背後的社會價值意義深刻，讓桃米社區從一個傳統

農村，轉型為一個結合生態保育、休閒體驗的教育基地，朝向

生態、生產、生活、生命四生一體的社區而努力。

第三站 : 技巧高超又創意十足的生態工班，構築出桃
米的公共藝術特色

桃米社區居民為了發展生態村，帶動社區發展，不斷嘗試

各種方法來突顯生態村此一地方特色。九二一大地震後，桃米

社區在社區發展協會努力下，組成了「生態工班」，專門負責

社區中的各項設施。生態工班設置的用意是希望藉由教導社區

居民生態工法，讓社區居民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條件下，進行

各項建設，培養居民對於自然環境的愛好與保護意識，並且提

供社區居民就業的機會。為了加強遊客對桃米生態村的印象，

生態工班採用了大量的青蛙與蜻蜓樣式，例如在社區入口處放

置了巨型竹編的青蛙與蜻蜓；此外，生態工班除了沿襲專家所

傳授的生態工法外，還發揮巧思，自創出嚇一跳吊橋與蜻蜓流

籠，讓玩過的遊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回味無窮。因此，只要是

一提到青蛙與蜻蜓的故鄉，多數人馬上會聯想到桃米社區，使

得生態村成了桃米社區的地方發展特色，甚至是其他社區學習

的典範。

專業協力者也認為其為重要特色之一：

社區那個生態工坊，都是參照政府所頒布的生態工法，都           

不會破壞環境，也會融合環境裡的生態，我們民宿外面那隻大



8 活動式、遊戲式教育，造型像有翅膀般，座落於園區很多角落。 9 車體的美觀，與環境周邊融

合呈現美學價值。
7 新故鄉見學園區。

9292

教

育
萬
花
筒
／A

spects of Education

青蛙，就是用竹編完成的，很雄偉但是又很可愛！

（I1-990314）            

第四站：社區間的藝術教育

長青繪畫班樂齡居民之藝術教育學習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為了激發桃米里長輩在藝

術創作上的興趣與才能，於 93 年 7 月至 12 月，開

辦了「桃米長青繪畫班」，每週一天在桃米里的信

仰中心 — 福同宮舉辦，由藝術家石鈴指導，期望

引領桃米一波樸素藝術風潮。

以生態為發展主軸的桃米對社區老一輩的居

民要他們來做藝術創作，是種新嘗試，尤其對象大

多是阿公阿嬤們，年紀幾乎都超過七、八十歲，有

些人拿了一輩子的鋤頭也沒碰過畫筆，除了傳統圖

畫紙，老師也帶領大家試著彩繪花盆，或鼓勵大家

自由創作，許多老人家一輩子沒接觸過美術課程，

一開始膽怯得不知如何下筆，經過幾堂課的練習，

都畫出興趣來了。

大家也期望累積更多作品、畫作更成熟後，

將來就可以辦一個成果展，並能出版書籍。當然，

要跨出第一步也不容易。對於策劃者而言：

這些長輩過去的生活經驗，他們過得很辛苦，對於

創作性的東西，都有一種渴望，但一直沒有這樣的

機會，我們就覺得要為老人家做一點事情，這個想

法已經五年了，在五年前開始，社區的老人家，在

老師的陪伴過程，我讓這些阿嬤們有創作的空間，

這是我們基金會一直到現在與桃米這邊，一個很重

要的工作。（S2-990305）

長青班繪畫媒材相當多元，除了水彩、蠟筆

外，又有陶土創作課程，老師希望讓阿嬤們多方嘗

試不同的創作，例如黏土、馬賽克拼貼等，累積不

同的作品，為日後的展覽做準備。桃米村網站電子

報對於創作過程的描述：

大家又開始嘗試陶土創作，在廖珮如老師指導下，

每個人捏陶土都捏得不亦樂乎，「好像小時候在玩

泥巴一樣哩！」阿嬤們笑著說。

長青會也會不定期去看畫展，陶冶阿公、阿

嬤的藝術視野。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安排前往埔里藝

文中心田園藝廊，參觀孫少英老師的畫展，並由廖

珮如老師現場導覽解說。期望藉由這樣的參觀交

流，增加桃米阿嬤們的信心，更加投入藝術創作的

世界。不僅是社區裡頭的互動，又跟其他社區進行

交流，像不定期前往其他社區，例如內加道社區與

內加道長青繪畫班的阿公阿嬤交流，並參觀林淵樸

素藝術紀念館，老人家們互相交換藝術創作的心

得，彼此加油鼓勵。

繪畫班的作品也會不定期的舉行展覽，作一

個成果展示，讓阿公阿嬤們的作品有一個發表的機

會，又有一個成果紀錄，是他們出了一本繪畫班心

路歷程的書籍：花樣年華，老人家們的作品是有程

度的，拿出去比賽獲得佳績，桃米長青繪畫班的七

位阿嬤們，95 年 9 月 23 日在埔里牛耳藝術渡假村

舉辦的「銀髮族藝術創作競賽」中，獲得了很好的

成績，不只展現活到老創作到老的精神，更顯示阿

嬤們都是深具潛力的樸素藝術家。

藝術的創作，不只開啟她們新的生命，更在

其中得到成長與肯定。阿嬤們都說要繼續努力畫下

去，把更多美好的畫面跟大家分享。 社區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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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過程裡面，一來可以給她們有一個休閒的時

間，二來，可能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彼此有一個新

的生活網路的關係，另一個可能性透過創作的過程

裡去想像有一個寄託，一個新的創作的可能。阿嬤

們從不習慣拿筆，慢慢地在學習中摸索，將自己的

人生、情感、生活的經歷，一一透過繪畫表現出

來，那分熱情與付出讓人敬佩。

最後，針對社區繪畫班歷年來開辦後的學習

成效，專業協力者分享道：

透過一些訪問的過程，我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畫

的東西很簡單，像小孩子畫畫一樣，卻有很深刻、

生動的故事在裡頭，有可能是他的家人、家族的故

事，這跟她們的家人就能產生很大的共鳴，所以我

想：很多策展背後，不是只有作品本身，是後面建

構的網絡關係，她們的互動的另外一種價值的呈

現。（S2-990305）

小學藝術教育培養，藝術教育從小做起

桃源國小位於桃米生態村裡，社團活動相當

豐富且多元化，其中踢踏舞社、排笛社頗有成績，

去外縣市競賽都有不錯的表現。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為贊助桃源國小的踢踏舞社和排笛社的主力，秉持

著贊助信念，讓桃米社區的國小學童，得以受到良

好的藝術教育培養，從小時候就開始扎根、培育，

亦是藝術教育的理想之一。

第五站：新故鄉見學園區多元的設施與活
動，展現藝文特色精彩的風貌

2005 年新故鄉基金會成立附屬「社區見習中

心」（簡稱新故鄉見學中心），以南投縣埔里鎮桃

米里的新故鄉見學園區為基地，將快樂的旅遊休閒

與有趣的學習融合在一起，展開生態的、技藝的、

產業的、飲食的、地震的體驗學習，在感性與知性

中，美感交織互動中，創造更多屬於每個人的美

麗。

這個園區內，有許多以車子型態做成展出互

動教育的物件，散布在園區幾個定點，像是點綴般

的裝飾了這個休閒場域，形成了一個開放式的裝置

藝術空間，遊客可以走上樓梯，到車子上頭，有許

多桃米生態的照片行程的互動小遊戲如圖 8，小朋

友可以去翻轉圖片，達到學習的效果，遊戲式的引

導教學對遊客相當有吸引力。

行動藝術車的底色以白色為主要色調，車翼

展開像翅膀般，我們可以從旁邊的階梯走上去，排

列著生態圖片、照片以及社區小朋友、居民畫的青

蛙圖畫，但並不是固定的展示，是可以進行翻轉，

並有一些說明的文字在旁邊輔助。

這種類型教育設施，不僅能讓家長與孩子共

同學習，本體的造型亦能有裝飾園區點綴的效果，

讓園區的設施，更具有多樣性，又有其價值。

其二，見學園區不定期會舉辦相關課程，開

10
11
12
13
14

開放的場域，課程上課情形。

桃米社區居民作品成果展。

當期輕食區的年畫展。

紙教堂與周邊綠茸茸一片綴著花朵起舞。

紙教堂與池水互相唱和般。

12

13 14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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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對外的藝術學習活動，DIY 課程活動也是可以

期待，樹脂土捏出動物，特別是青蛙，是桃米非常

豐富的動物造型，小朋友和家長共同參與，不僅可

以增進情感，並能認識新的朋友，互相討論，達到

最佳的學習效能。 

其三，桃米居民的展覽與舉辦多元展演，舞

出一首首美麗的樂章。剛剛提到的桃米社區開設給

桃米居民的長青繪畫班、紙藤編織班、桃米拼布

班，都會定期舉辦成果展覽發表會，還有生態攝影

展與桃米密切關聯，展覽藝術美並發揚桃米生態村

的多樣性。其都會開放遊客參觀並有發展銷售的契

機。另外有藝術家展覽空間的場域，新故鄉文教基

金會籌畫並開放藝術家來紙教堂見學園區的展覽

廳空間做展覽，透過藝術的展現，讓參與者更有藝

術的涵養。

首先，帶著一顆愉悅、善與美的心，欣賞具

深意又浪漫的音樂會，是桃米生態村辦音樂會的主

軸。桃米舉辦的活動相當多樣化，平均一個月就有

二至三場的活動，表演性質的活動占大多數，很重

要的一點，全部都是免費入園觀賞，讓這些藝術活

動直接的與大眾接觸，直接參與藝術饗宴，民眾可

能因為表演而來桃米，也可能因為桃米而來順道看

表演，讓來桃米的遊客，一定有多重的收穫。

再者，桃米紙教堂主要的展演空間，筆者認

為這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展演舞台。其可發展的空間

舞台設計與周圍的花草自然生態、水的連結和整體

園區的氛圍做結合，有一個另類的表演空間。

另外，透過對裡對外的競賽，讓園區美感意

念發光發熱。競賽式的繪畫活動會讓居民們更為進

步，筆者認為良性的競爭力是一個提升社區凝聚力

的好方法。像由南投縣政府主辦、南投縣建築協會

承辦、新故鄉基金會及桃源國小協辦的 2009 推動

綠建築宣導計畫「綠色生活在南投」寫生比賽暨慶

祝母親節特別活動，5 月 10 日在紙教堂新故鄉見

學園區舉行，600 多位家長及小朋友在紙教堂園區

及桃源國小周遭盡情寫生，畫出一幅幅各具特色的

作品。尤其紙教堂園區也屬於綠建築，南投縣建築

協會的建築師們也於活動中宣導綠建築的概念。

桃米也有綠美化徵選活動，桃米坑在生態村

的發展路上，博得外界諸多的肯定；92 年，更獲

得行政院評選為「2002 年生態旅遊年特殊案例」

優等獎的鼓勵。為了讓桃米居住的環境越來越美，

生活空間越來越舒暢，一起投入「水噹噹的桃米」

綠美化工作，真是凝聚桃米居民的好方式，也讓

桃米生態村朝著生態旅遊的路線走。

當地的居民有讓社區整體變好的想法，使得

整個競賽活動能如期的達成目標，以及整個環境

朝更優良化的方向進行。針對桃米美化環境，不

僅整個社區都在「進化」，在紙教堂園區內有相

當豐富的設施與獨特造型的建築，其主體建築紙

建築教堂不管早上或是黃昏，甚至黑夜，給予人

的感受又不相同，早晨像是一股希望的力量，有

著無形的光輝；整體形成協調的美感，徜徉在這

園區裡，紛擾的心已平和了大半，我想，來到這

裡的人，都會明瞭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感受。 因為

一切都很自然、都很天然。在這個場域是可以放

鬆，可以忘卻許多的紛擾，不管是在事業上，在

功課上，即使有不愉快的經歷，來到這裡散散心，

抒發情緒，明天又可以繼續努力！

因為很美，美會讓整個場域提升了一個階級，

整個氛圍讓你很快地投入，專業協力者針對園區

內的場景訴說道：

其實，就是說一個看起來自然的、有美感的環境，

對於心情陶冶是非常重要的，來到這空間裡面，

就是可以放鬆的，有一種愉快跟幸福的感覺，這

裡的舒適就會把我們包圍起來，剛剛有很多小孩

子來，國、高中生，我在外面聽他們講：「好漂

亮喔 !」她們就很直接地表現出來，環境本身就會

說話，塑造一個環境的美感，讓大家來到這個環

境，感受到它的自在，來這裡就會很自在！（S2-

990305）

桃米生態村一直在進步當中，每一次參訪桃

米生態村給我的感覺都不盡相同。每一次的花卉

或是生態景觀，也因季節性的不同，都呈現不同

的美景。在桃米生態村用步行去感受桃米的土地，

踏著桃米的每個街弄小巷，一心想更了解這裡。走

進深山裡，探訪山林瀑布，到達桃米最高處眺望

著整個桃米，是種驕傲的幸福！赤腳浸於清澈無

汙染的小溪中去尋訪那魚兒小蝦們，拿手電筒穿

雨鞋跟著解說員，發現夜晚的可愛青蛙，增添了



活動時間│ 102年 10月 5日 (六 )14:00
活動地點│《頒獎典禮》南海劇場《得獎作品發表》第 1、2展覽室。
注意事項│ 1.入選同學，敬請準時出席觀禮及領獎。

2.各項獎項得獎名單，於頒獎典禮當場揭曉。
3.頒獎典禮時間及地點，如因實際需要異動時，以本館
公告為準。

入選查詢│入選作品相關資料，請逕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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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青蛙的喜愛，因此更想愛護生態。與桃米居民的

徹夜長談更能體會桃米生態村的發展過程，像是自

己一起走了一遭。在桃米居住的夜晚，被蛙鳴蟲叫

的自然音籟所包圍，彷彿與世隔絕，整個氛圍就這

樣融入在原始的大自然裡。又與桃米「人」產生的

情感，朋友作伙，讓我在往後都會持續想著她們。

我們看見以下桃米生態村發展之牽絆：

‧社區營造永續經營

桃米生態村社區營造成功的原因為社區居民

意識的覺醒，地震後重建家園的決心、專家學者的

協助、豐富的生態、環保休閒意識所趨，以及協力

者抱著奮力一試的心態。民眾認為促使桃米能夠轉

行成生態社區的最重要因素為「專家授與生態保育

相關的知識技能」，才能有素質相當高的生態解說

員、導覽人員的產生，來帶動桃米社區又能發展出

教育的功能。其自然、人文以及產業資源相當豐

富，也是社區營造的一個推力。

‧休閒生態、藝術與教育的結合

桃米生態村形成一個空間美學的場域，桃米

這個公共休閒的空間成為藝術、教育、社區與遊

客的媒介，同樣跟隨著藝術與文化變遷延展開來，

空間在生態、裝置藝術、建築、砌石牆壁的結合，

讓這個空間蓬勃豐富了起來，有了生命力。再者，

在今日這種知識爆炸的時代中，學習與教育已成為

人生持續的過程，所以在非工作時間下的持續學

習與教育，可以改善工作績效與自我發展。因此，

在持續學習與教育的過程中，結合了工作與休閒的

學習經驗，亦即人生學習的經驗中，同時兼具工作

與休閒的內涵。休閒生態村中所提供的藝術教育，

可以更豐富活化了那個場域，讓此一平台網羅多元

的活動，活絡了桃米生態村。發現桃米生態村可以

主打成一個「美」的場域，民宿的美、桃米紙教堂

的建築美、生態之美、公共藝術品的美，整體氛圍

的美充斥整個桃米。美讓人心情上轉變成愉悅、幸

福的感受，享受到感官最直接的刺激，得到精神層

面的滿足感，甚至獲得心靈的提升，故未來一方面

在一些設施的建置上能考慮全盤的美感氛圍，搭配

生態與藝術結合來點綴桃米生態村的每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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